
 这节课开始详细讲解十二缘起支

十二缘起支的第一个是无明

无明它到底是什么样呢？什么叫无明呢？

是什么？

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至少先分六个不同的物质，就是六

界。六界相互没有关系，六个都是不同的物质，各自都是

不一样的物质，完全不相干的物质。

但是我们的无明很迷茫，它盲目地认为这些都是一个，是

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只有一个身体，我不会有两个、三

个、五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个一想

，一想就是一个身体

是什么？

一合想就是前面六个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和合、组合了

以后，又产生组合想，认为这六界都是可以组合的，组合

了以后这个是我（实际上组合和不组合都一样，组合了以后也没

有什么新的东西产生，就是没有组合之前的这些东西而已，但是它

认为组合以后，这些都变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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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是错误的，“一合想”也是错误的

就更加错误了。

一个人诞生到死亡这个中间，比如一百年当中我们都认为

这个人是诞生的。当他是胎儿的时候、婴儿的时候和衰老

的时候，九十岁、一百岁的时候的人，虽然这个人的身体

有变化，但我们始终觉得他就是一个人。除了我们看到的

一直在不停变化的他的外在的身体、内在的精神，除了这

些变化无常的东西以外，有没有一个不变的自我呢？实际

上没有

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这个就是人或者

是自我，这叫作“常想”。常想叫“无明”

什么是“无明”呢？我们认为有一个一体，就是一个这

样的自我，这是“无明”；然后很多东西组合了以后就

变成了一体，这种想法是“无明”；然后我们这个变化

无常的，内外的这些物质精神上有一个不变永恒的自我

的这种想法是“无明”；这些都叫作“无明”

我们认为这张桌子是坚牢、坚固、稳定的这种想法，是我

们的感官通过我们的视觉产生了一个这样的错觉，因为我

们的眼睛看不到它的运动，看到的是一个表面不运动的东

西。

所以我们的意识通过视觉的感受有一个判断的错误

 认为：桌子是不运动的，物体都不运动

 认为：这是很坚固的，但这是个错误

这叫“无明”。

我们认为这张桌子它是不运动的，我们认为它是静态静止

的，这就叫“无明”

崔悦
Underline

崔悦
Underline



外道认为我们现在有自我，这个自我最后也不会坏掉，它

会去天堂，到了天堂以后它会存在，它始终都存在。所以

它是不坏，这叫作不坏想。

不坏想就是不灭的，这种不坏想也是错误的，根本没有自

我，也不可能有不坏的自我，这种观念也是无明

就是认为这个轮回是幸福的、快乐的。

佛教讲三种痛苦：苦苦、变苦、行苦

苦苦，就是我们都能感觉到的痛苦；

变苦，是当我们的幸福和快乐结束的时候感受的，还没

有结束之前，我们过的生活越快乐越幸福，结束的时候

，当它发生变化的时候，之后就越会痛苦，之后的这个

痛苦跟之前的快乐有关系，如果变化之前没有那么快乐

的话，那么变了以后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痛苦，这样的痛

苦我们常人没办法察觉。所以当他在过幸福快乐生活的

时候，他就认为这个是快乐、安乐，但是隐藏在它背后

深处的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发现，也是看了表面然后判断

它是幸福。就像我们的视觉看到这个桌子的表面，然后

我们断定它是静止一样。

这个“安乐想”也是无明，是错误的

，这些“想”都是它的

观念，而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这些观念都是“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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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里提到的这些以外，还有各种各样愚蠢无知的想法

，都叫作无明

现实生活当中，建立在各种各样执著上面的所有的这些观

念，实际上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讲都是无明

正常情况下看到所有的东西

眼睛看到的：都是静止的东西；都是这样的一整体的。

显微镜看的：没有静止的东西，也没有一整体的东西，

都是原子分子。

所以从显微镜的角度来讲，全部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觉。

所以那些“想”都是无明。

，还有更严重的无明。认为不存在善

恶因果，不存在前世、来世，这样的无明是比较粗大的

严重的无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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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学佛修心、想解脱，我们必须要去找一个能够

破坏无明的东西，无明被消灭、破坏了，后面的十二缘

起都会停下来

我们把无明消灭了，轮回就不会再流转

就是和前面所说的那些“想”对立的东西。比如常对立

的是无常，我对立的是无我等，要找到一个这样的智慧。

当我们的心里无明比较占上风的时候，无明的力量、势

力比较强的时候，不会产生与它对立的，像智慧这类的

东西都不会出现。

当我们的心里通过闻思修开始有跟一想、一合想、常想

，跟这些东西对立的智慧产生的时候，而且逐渐逐渐地

有势力，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一想、一合想、常想乃

至我想、我所想，都可以减弱，最后就能够消灭。

六度当中除了智慧以外的其他的五度都是为了智慧而诞

生，都是为了智慧而存在。

。

除了此以外的都是表面上的学佛，比如为了自己的健康，

为了自己的生活然后去烧香拜佛，到寺庙到佛菩萨面前去

做一种交易，这都不叫学佛

我们知道了最终需要的就是用智慧解决十二缘起的来源源

头。没有智慧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切都跟轮回没有任

何冲突，永远都不能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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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秆经》一直都在讲缘起，一切都要靠因缘。

智慧的因缘是什么？

这些因缘都具备了之后就会产生智慧，这个智慧就可以消

灭烦恼，最后就可以解脱

在实际的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证悟、要明心见性

。

 为了出离心，要去修四前行，四加行；

为了菩提心，要修五加行

在修五加行和四加行的基础上再去闻思修，然后就会证

悟，然后才可以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我们这里讲

的一想、一合想、常想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断掉了，断掉

了以后十二缘起会停下来，停下来了这个就叫作解脱。

比如科学、哲学等等所有的这些世俗的学科，从世俗生活的
角度来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它不能让我们解脱，因为
它还在无明的层面，还没有超越这个领域、这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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